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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粉 碎
一、粉碎的含义与目的

粉碎是借机械力或其他方法将大块的固体物

料碎裂成所需粒度的操作过程。

药物粉碎的目的

①使制备成各种药物剂型的操作更加便利。

②增加了药物的表面积，有利于药材中药物成分

的提取和溶出，特别是难溶性药物的溶出。

③利于调剂操作和多种给药途径的应用。

④鲜药材经粉碎成小块后有利于干燥和贮存。



第一节 粉 碎

二、粉碎的基本原理

任何物体之所以呈现一定的状态是因为其

内部存在的分子间内聚力，内聚力的不同使

各种物体显示出不同的硬度和性质。粉碎的

基本过程就是外力破坏内聚力，机械能转变

成表面能的过程。



药物性质是影响粉碎效率和决定粉碎方法的主要因素。

极性晶型 脆性好易粉碎

晶型药物

非极性晶体药物 脆性差易变形

按药物的性质分为

非晶型药物 发生弹性变形

加人少量液体，使其渗人到药物内部，通过降低药

物内部分子间的内聚力，使药物易于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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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粉碎的方法

低温粉碎适于：软化点、熔点低；含糖高、黏性大；

坚硬药材客货更细粉末；含挥发性成分药材。

低温粉碎方法：先冷却或在低温下粉碎；机壳通冷却

水；与干冰或液化氮混合；组合运用上述方法。



• 五、常用的粉碎机械

• 1．柴田式粉碎机（又称万能粉碎机)    由
机壳、打板、甩盘、刀形的挡板、风扇及
分离器等部分组成。粉碎时主要靠六块打
板的碰撞作用。

• 柴田式粉碎机的粉碎能力强，构造简
单、使用方便、适用面广；广泛应用于较
黏软、纤维多及坚硬的各类药料，但对油
性过多的药料不适用。



2．万能粉碎机

• 万能磨粉机由于构造上的特点，在粉碎中容易产

生热量，故不适用于粉碎含大量挥发性成分及黏

性或遇热发黏的药物，只能用于干燥的、结晶型

的、纤维性的药物。

球磨机（1）（2）（3）（4）

有“无尘粉碎”之称，不仅用于干法粉碎，也可用于湿

法粉碎。但粉碎时间长、能耗较大。



• 球磨机应用时应注意转速问题实际应用中通
常采用的转速为临界转速的75。临界转速可

以根据圆筒的内径大小计算，即：

• 临界转速（转／分钟）

•

• 球磨机适于粉碎结晶性药物、易熔化的树
脂、树胶、非纤维性的脆性药物、毒性药、
贵重细料药、易吸湿性的药、含挥发性成分
的药、刺激性药物的湿法粉碎、药物的无菌
粉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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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能磨 流能磨是借助于高速而有弹性的空气、蒸
汽或惰性气体迅猛冲击药物的颗粒，而使药物颗
粒之间及颗粒与粉碎室内壁之间产生相互碰撞的
粉碎机械。粉碎的动力由高速气流形成的碰撞与
剪切作用，可以得到l0μm以下的均匀微粉。

流能磨粉碎过程中气流的存在会在粉碎室内膨
胀产生冷却，因而药物粉碎时温度的变化不大。
适于热敏性药物、脆性及坚硬的

药物粉碎。

5、振动磨 利用研磨介质在振动磨

筒体内作高频振动产生冲击、

摩擦、剪切等作用将物料磨

细的一种粉碎设备。



粉碎的规则

粉碎后应该保证药物的组成和药理
作用不变

根据应用目的和药物剂型控制适当
的粉碎程度

粉碎的过程中应该及时过筛

药材必须全部粉碎应用



粉碎器械的使用保养

注意安全

对于高速旋转粉碎机一定要先开机
然后待转速稳定后再加入药材，防
止烧毁电机。

再粉碎前应该消除混入药材中的金
属、石头等比较坚硬的杂质。

防尘



第三节粉体学学基础知识

一、粉体学的概念

粉体又称微粉，是固体细微粒子的集合体。组成微
粉的粒子可小到0.lμm。研究粉体及构成集合体的细
微粒子相关理化性质的科学称为粉体。微粉由于其比
表面积很大，相应的物理化学性质产生较大的变化，
从而产生诸多影响，如药物的溶出、释放和吸收，制
剂操作过程中的粉碎、筛析、混合、干燥、分剂量
等。深人研究粉体的特性，对于很好的利用微粉有着
重要的作用。

二、粉体的特性

1．粒子的大小与形态微粉粒子大部分形状不规
则，对其描述通常通过粒径和形态两个方面。



(1)粒子的大小

1)粒径表示法①长径；②短径；③定方向径；④
外接圆径；⑤有效粒径（沉降径）；⑥比表面积
径：采用吸附法和透过法测得的粉体的比表面
积。

2)粒径测定法：①筛析法：②显微镜法③沉降
法④小孔通过法：

3)粒子粒度的分布：①列表法②方块图法③曲
线法

(2)粒子的形态：粒子的长、宽、高及三者的相
互定量关系是常用的描述方法，如扁平度（宽／
长）等



3．微粉的密度与孔隙率
(1)微粉的密度：根据微粉测定的体积不同，其密度

的表示方式包括：1)真密度；2)粒密度；3)堆密度
（松密度）。
（2）孔隙率：微粉内空隙与微粉间空隙所占容积与

微粉总容积之比。孔隙率小，表示物料的孔隙少，物
料致密，堆密度大，为重质粉末。

4．微粉的流动性微粉流动性的表示方法通常采用
休止角或流速。
(1)休止角：微粉通过漏斗所形成的圆锥体底部夹角

或微粉在矩形盒或圆锥体内倾斜或转动至微粉开始流
动时，微粉与水平面的夹角即为休止角。
（2）流速：单位时间微粉由一定孔径的孔或管中流
出的量。微粉的流速大，反映出微粉粒子的均匀性
好，流动性好。



休止角越小，说明摩擦力越小，流动性越好，一般认
为，a < 30°时，流动性很好，a <45’时，药物粉末

具有疏松感，可以满足生产流动性的需要。



5．微粉的吸湿性

微粉由于粒子细小，比表面积很大，因此

易于吸湿。空气中的相对湿度显著影响微粉的

吸湿。通常可以采用药物放置于不同相对湿度

的条件下，检测其吸湿情况，以相对湿度为横

坐标，药物的吸湿量为纵坐标绘制吸湿平衡曲

线，从中反映出不同药物的吸湿情况，用于指

导药物制备时，环境湿度及药物质量的控制。



三、微粉学在药剂中的应用

1、微粉理化特性对制剂工艺的影响

（1）对混合的影响

（2）对分剂量的影响

对可压性的影响

对崩解度的影响

2、微粉理化特性对制剂疗效的影响

减小粒度增加润湿



第三节筛析

一、筛析的含义与目的

筛析是将药物粉末按粗细不同进行分离的技术。

筛就是通常所说的过筛，即通过一定大小孔径的

网孔将药物的粗粉与细粉分离的操作；

析是将粉碎后的药物粉末借助外力（通常为空

气、流动的水或离心力等）作用使药物的粗粉与细粉

分离的操作。

筛和析尽管采取的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是将已粉

碎的药物粉末按粗细分离。



筛析的目的

(1)将粉碎好的颗粒或粉末按不同的粒度
范围分成不同等级，以便制备成各种剂
型。

(2)对粉末起混合作用，从而保证组成的
均一性。

(3）及时将符合细度要求的粉末筛出可以
避免过度粉碎和减少能量消耗，提高粉碎
效率。



二、药筛种类、规格和粉末的分等

1．药筛的种类、规格药筛应当符合药典规定
(1)冲眼筛：冲眼筛是在不锈钢、铜板或合金板上冲
压出一定直径的圆形小孔而制成的。具有坚硬牢固，
各个小孔的大小不易变化的优点。

（2）编织筛：编织筛通常是采用不锈钢丝、尼龙
丝、镀锌的铁丝、铜丝等按一定的孔径大小，经编织
而成的。具有制作容易，规格齐全，应用面广的优
点，但编织筛的孔径在使用不当或使用较长时间后容
易因筛线的移动而使其大小发生变化，影响过筛的效
果。

现行版药典中规定的药筛，共划分了9种筛号，其
中一号筛的孔径最大，九号筛的孔径最小。药典筛采
用的是国家标准R40 /3系列。





• 2．粉末的分等 药典中采用以上9个筛号，将药
物粉末分为以下6种。

（1）最粗粉：指能全部通过一号筛，但混有能通过
三号筛不超过20％的粉末。

（2）粗粉：指能全部通过二号筛，但混有能通过四
号筛不超过40％的粉末。

（3）中粉：指能全部通过四号筛，但混有能通过五
号筛不超过60％的粉末。

（4）细粉：指能全部通过五号筛，并含能通过六号
筛不少于95％的粉末。

（5）最细粉：指能全部通过六号筛，并含能通过七
号筛少于95％的粉末。

（6）极细粉：指能全部通过八号筛，并含能通过九
号筛不少于95％的粉末。



四、过筛与离析器械

1．过筛器械

(1)手摇筛：多为实验室或小批量生产时使用。
适用于少量药物粉末、毒性、刺激性或质地轻的
药物粉末的过筛，可以避免细粉飞扬。

(2)振动筛粉机（筛箱）：适用于黏性不强的各
类药物粉末（包括毒性、刺激性和易风化或易潮
解的药物粉末）。

(3)悬挂式偏重筛粉机：适用于黏性不强的各类
药物粉末。

(4)电磁簸动筛粉机：适用于有较强黏性的药物
粉末、含油脂或树脂类药物的粉末。



2．离析器械

• (1)旋风分离器：旋风分离器是利用高速的气体使
药物细粉产生不同的离心力而得以分离的设备。特
点为：构造简单、分离效率高，但气体中的药物常
常细粉不能完全除尽。

• (2)袋滤器：袋滤器是由多个棉织或毛织品制成的
圆袋平行排列而成，含有药物极细粉的气体进人
后，空气通过而极细粉被截留在袋中。袋滤器为进
一步分离气体与细粉的装置，网眼密集，能截留直
径小于1μm的药物细粉，因而截留效应很高。

• 但袋滤器的滤材容易磨损和堵塞，同时对于高温潮
湿的气流，因易造成滤材的破坏和堵塞也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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